
2023年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优秀8篇)
征文是一个展示个人独特观点和见解的机会，通过写作，我
们可以思考和探索更多的思想和观点。写征文时，我们要注
重语言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注意语法和标点的运用。在下面
是一些名家征文的选段，这些征文来自于一些文坛大家，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一

“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
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在追梦路上，
傅雷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永怀赤子之心，他亦如此，即使步入
晚年但对文学的热爱丝毫不减。他为儿子骄傲，为他能将不
朽大师的作品发扬光大而喜悦，为他实现梦想而喜悦。一向
严厉，不轻易称赞孩子的父亲，此刻却将内心的兴奋表露无
遗。

他会关心孩子的日常生活，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简洁
明了地指导孩子如何最好地学习外国语言。他能清晰地记住
儿子的每次行程，每场比赛，每次比赛时的状态，对情绪的.
分寸掌握不住，旋律不够流畅，歌谱不熟，这些问题他都能
一个不落地指出。这时的他是孩子的良师，教导他关于艺术
与人生方面的知识。

《傅雷家书》将父母对孩子的那份关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
来，他们不善言辞，却总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孩子。
而那些爱却时常被我们子女所忽视。那一封封泛黄的家书，
在无形中使身处异乡的父母子女有了连接，他们彼此用心地
感受着。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二

初次听闻《傅雷家书》时，内心是十分抗拒的，因为一
听“家书”二字就觉得是无味。但一经阅读后，感受过书中
之情后，就发现这本家书饶有趣味且意义丰富。

满目的思念跃然于纸上，夹杂着“蕉草如碧丝，秦桑低绿
枝”的盼望，以及对孩子成就的自豪之意，字里行间，无一
不是家中之情。

书中所提及的――“你走后的第二天，奶奶哭了，眼睛肿了
两天，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泪。”“自昨天起我们开始等你
的信了，算起日子来，也该有你的来信了。”短短几句道出了
“家书抵万金”所含之意。同时，为什么道出“悲喜交集
呢？”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便是喜，因为孩子是天赋异凛的，
喜是自豪的流露；对于悲呢，当然是莫过于骨肉分离的难舍
之悲了。

读到这儿，便有了几分触动，因为我也曾感同身受过――每
个住校的学生，总是只有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以至于每次周
日下午返校之前，总是要在家里磨蹭个半天，迟迟不愿意离
去，说到底是孩子的恋家。临行前呢，父母总是嘘寒问暖，
甚至有时是泪眼朦胧，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受，那感觉就
像“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父母总是对孩子们十分关心，对于在外的孩子的这份感情就
愈加地强烈了！“刚朦胧阖眼，却又是心惊肉跳地醒
了。“看着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便觉得是伤心乐事！

在外的游子们啊！短短几分封的家信难寄托这相思，我们应
该多去探望家中的长辈们，回报一点亲情是一点。

父母们总是怀着“踏在我们的身上面前吧，愿我们更伟大，
更幸福“的无私。



多陪陪亲人！

谦虚使人进步

805班吴欢

“谦虚是很重要的，要学习非谦虚不可，谦虚才是聪明
人。”大多数人得到一些小小的成就或有着过人的本领，便
会四处宣扬。这便是人的本性，这是我在《傅雷家书》悟出
的道理。

谦虚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只有人具有这种品格，才能在成长
道路上越走越远。傅聪在每一次上课都有所收获，渐渐的他
发现老师有时会弄得你莫名其妙。老师错题时你发现却不能
马上说出来。这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更是自己谦虚的表
现。老师明白自己教错时，便会马上纠正你的错误。

骄傲使人落后，就比如说秦朝时期的白起，白起身为秦国的
大将是一个爱兵如子，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人。他用兵，
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敌人
发起进攻。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令人闻风丧胆。
白起是秦国有史以来最威名显赫载他“料敌合变，出奇无穷，
声震天下。”他一生征战37年，未尝一败，打得六国无人敢
挂帅迎敌，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不世之功。白起将军有着
赫赫战功，课时到最后却落下自刎的下场，看着了这本书我
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会这样？仔细想来，其实白起的死于
他自己的性情有关。他虽然能文能武，战功赫赫，但是他很
不谦虚，不尊重上级，不尊重秦王，他多次直接拒绝赏识自
己的昭王，之前至少三次亲自请这位将军出马，而他坚决称
病不出。大敌当前，国军国命无效；他遨自己的同僚，他飞
扬跋扈，喜欢炫耀，所以引起别人的不满，最后被逼得自刎。

白起给我的教训是谦虚的人才会永久辉煌，《傅雷家书》中
有许多名言警句，他启示着我。



谦虚做人

――《傅雷家书》有感

805班熊子欣

《傅雷家书》，这本家书系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间精神接触
和思想交流的实录，这份两代人双向交流的文字实录，严肃
不失真切，深刻不离日常。

自寒假前期始读至今，已读十余遍，也从一开始的完成作业
到现在的有所触动，《傅雷家书》一直像父亲那样督促着我、
教导我。愈读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

智者傅雷先生在儿子傅聪留学在外期间，先后写了近百封家
书，从而教导儿子傅聪立身行事、忠于祖国，把中华民族优
秀的传统品德融于对儿子的淳淳教诲之中。其声殷殷，其意
绵绵，其情拳拳。

再一次品读《傅雷家书》，“谦虚是很重要的，要学习非谦
虚不可，谦虚才是聪明人。”其里含有傅雷独特的教育方式，
其意教会我如何精神得到饱足。

寒假的一次绘画比赛，本有着绘画经验的我早已熟悉这种场
面，不但不恐惧反而自满，不作出任何准备，比赛当天准备
好工具便踏上了这次的绘画之旅。比赛一开始就拿起铅笔乱
挥，不过还算不错，这是我从学画开始到比赛画过最好的底
稿了。看了看画，骄傲地点了点头，嘴角不自觉的向上扬。
接下来是涂色，涂色虽是我的弱处，但比起这些学弟学妹们，
我还是很有把握的。蔑视地盯着这些赛友，心想：看你们一
本正经的样儿，有什么用呢？想着想着，便察觉他们都要涂
完色了。伸手想去拿笔，才发现忘带了彩笔，泪水瞬间倾略
了我的眼眶。



比赛结束了，连三等奖都没拿到的我对自己生闷气，父亲拿
来一本《傅雷家书》，对我点了点头，微笑地说：“别气馁，
读给自己听听，感觉会好很多。”打开书看见一条鲜红的划
痕――“谦虚是很重要的，要学习非谦虚不可，谦虚才是聪
明人。”

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
时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磨难、侮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
于人群的决定，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
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
爱。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三

初次听闻《傅雷家书》时，内心是十分抗拒的，因为一
听“家书”二字就觉得是无味。但一经阅读后，感受过书中
之情后，就发现这本家书饶有趣味且意义丰富。

满目的思念跃然于纸上，夹杂着“蕉草如碧丝，秦桑低绿
枝”的盼望，以及对孩子成就的自豪之意，字里行间，无一
不是家中之情。

书中所提及的——“你走后的第二天，奶奶哭了，眼睛肿了
两天，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泪。”“自昨天起我们开始等你
的信了，算起日子来，也该有你的来信了。”短短几句道出了
“家书抵万金”所含之意。同时，为什么道出“悲喜交集
呢?”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便是喜，因为孩子是天赋异凛的，
喜是自豪的流露;对于悲呢，当然是莫过于骨肉分离的难舍之
悲了。

读到这儿，便有了几分触动，因为我也曾感同身受过——每
个住校的学生，总是只有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以至于每次周
日下午返校之前，总是要在家里磨蹭个半天，迟迟不愿意离
去，说到底是孩子的恋家。临行前呢，父母总是嘘寒问暖，



甚至有时是泪眼朦胧，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受，那感觉就
像“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父母总是对孩子们十分关心，对于在外的孩子的这份感情就
愈加地强烈了!“刚朦胧阖眼，却又是心惊肉跳地醒了。“看
着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便觉得是伤心乐事!

在外的游子们啊!短短几分封的家信难寄托这相思，我们应该
多去探望家中的长辈们，回报一点亲情是一点。

父母们总是怀着“踏在我们的身上面前吧，愿我们更伟大，
更幸福“的无私。

多陪陪亲人!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四

看完傅雷家书，不如写一篇傅雷家书读后感纪念一下吧！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从1954年
至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你是否在找正
准备撰写“傅雷家书100字读后感八年级”，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翻开一本厚厚的书籍，白纸黑字间写满了拳拳的父爱。一字
一句的谆谆教导，让我为之震撼。一位知天命的老人，伏案
写了百千余封家信，在学习艺术﹑做人做事﹑演奏姿态等个
方面，给儿子指明了方向。在寒冷的冬季，《傅雷家书》作
为温情的使者，教会了我受益匪浅的道理，也给予了我一颗
期盼已久的，学会感恩的心。

在学习艺术方面，傅先生这样说：‘读俄文别太快，太快记
不牢，将来又要重头来过，犯不上，一开始必须从容不
迫。“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常有发生。记得每次制定计划，总



希望快速地完成所有的任务，制定了不切实际的计划，然而
囫囵吞枣地学习结果就是一无所获。所以在今后的学习中要
稳扎稳打，有一个牢固的根基，才会收获一个较好的结果。

在做人做事方面，傅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又一个的
根头都栽过去，只要爬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
小我之上，心酸的眼泪是培养心灵的酒浆。“每每面对失败，
都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于是，一次又一次哭泣后慢慢站起
来，但这布满荆棘的过程中，伴随着别人的不认可，伴随着
小小的失败，这句话鼓励着我坚强走下去。久而久之，在行
向远方的路上，锻炼了自己的韧性。而那句”心酸的眼泪是
培养你心灵的酒窖。“更是让我想到了那句话”含泪播种的
人一定会含笑收获。“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那话语深深扎
在经历了挫折的心上，鞭策着我前行。

本学期令我收获最深的一本书就是《傅雷家书》。

这本书凝聚了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爱。信中强调的是
一个年轻人如何做人，如何对待生活。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
身说法，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
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有艺术，人格的尊
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雷家书》，充斥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关爱及严格
要求，洋溢着浓浓的父子情深。它让我感觉像戏曲那样给人
以脱俗的氛围和无穷的回味。

傅雷把教育子女当成了对社会，对祖国的一项光荣的义务和
责任。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把教育提升到这种境界，但对子女
的关心爱护，却是永恒的，不变的。

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常年打拼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父亲把教育我当成首要任务，他在我身上耗费的精力和心血
有目共睹。但父亲对我的成绩并不是很注重，反倒更注重我



问人处事的原则和做人的道理。父亲常常给我讲起以前的故
事，虽然我不是很能理解父亲苦苦婆心的教诲，但是我知道
父亲只是想让我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父亲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但是父亲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
这个年龄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应该好好听取父
亲的教诲并且深深的记住，身体力行的去实现。

他虽然不是像傅雷一样伟大的人物，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
个值得我一生去敬仰、佩服、学习的人。

父亲，在我心中，您永远是伟大而成功的。在您的言传身教
下，我会有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踏
上我的成长道路。

傅雷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
翻译了许多作品，同时，傅雷还是一个严厉、尽责的父亲，
在儿子长大成人、留学海外之后，仍通过书信的方式对儿子
的生活和艺术进行悉心指导。这些家信汇编成册后，就是
《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所刊录的，乃是傅雷与傅聪之间自1954至1966
年的书信。当年，这批书信，只是父与子之间的私人函件，
而现在会刊行成书，且风行各地，因为这不是寻常父子之间
的闲话家常，而是两位特殊艺术家之间的心灵对话。

傅雷在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因此这些家书还以相当多
的篇幅谈论美术、音乐作品、表现技巧、艺术修养等，不管
是傅聪去波兰留学、获得国际大奖，还是后赴世界各地演出，
傅雷始终关注着儿子在音乐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不时给予指
点，特别是经常给他邮寄中国古典文学名着和有关绘画、雕
塑等艺术理论方面的书籍，鼓励他多从诗歌、戏剧、美术等
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家书是真情的
流露，再加上傅雷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艺术修养，这些文字生



动优美，读来感人至深。

在1956年2月29日的通信中，傅雷由莫扎特乐曲的特点起，论
及艺术家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真诚。而真诚是做人的根本，
必须从小培养。这是一种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令人感到语
重心长。

这些家书凝聚着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爱。傅雷用自己
的经历现身说法，教导傅聪如何面对各种问题。拳拳爱子之
心，溢于言表。通过这本书，能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提高
自己的修养。

在这本书中，我们所看到的，除了为人父者对国外游子的无
尽思念，无尽悬挂，还有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民
族大义，蓄满特殊一代共同记忆的时代反思。我们看到的，
更是对文化的传承，对艺术的追求。艺术在最高层次上，是
超越民族、不分畛域的，而吾人对生命的礼赞，对生命终极
意义的探索与追求，也是永无止境、亘古常新的。正因如此，
《傅雷家书》中所体现的，不仅是人间的挚爱与关怀，也是
超越生命的气魄与胸襟。

《傅雷家书》撰写于五十年前，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在一代
又一代有良知、有深度的读者心目中，如惠风吹拂迎风悬挂
的风铃般，拨动了无数敏锐的心弦，使无数读者为之感悟、
动容。

当年的傅雷，身处斗室，而心系国家，甚至遍及文化、艺术，
这一切都不会老，不会过时。如今，人已不在，但它的影响
力，却是越来越强，历久弥新。

每个人都体会过父母的慈子和教诲。当我读着这本家书，感
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诲，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父母之子，
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这也许是这十年对她子慕
不减的原因吧。是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次珍贵的谈心，



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像一个乖孩子在感受着，聆听着，用
心铭记着。

傅雷是我国着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
睿智，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
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善良，又端庄贤淑的
东方女性。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
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
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
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
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

他教育儿子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
要紧的是‘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艺术家
之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
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
艺术和个人的人格，已别无所求。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

为人父母的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
是学钢琴的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这段
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
了解，而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强个人修养。

从家信的话语中看出傅雷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严格的人，有
些方面甚至有些刻薄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子立下的三个原
则：不说对不起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不入他国
籍。爱子教子的精神令人感动。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是啊，因为
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
字就到哪里。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
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

所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傅
雷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
上，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
这也就是凡事多从“为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看到事
物的本质。

傅雷在教育子女中自身的思想经历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傅雷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二种文化融合的思想。高尚的父母培
养出成功的儿女。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
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
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启迪。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更了解父母了这本书不
仅是一本教育书，也是一本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的一本书，
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父母是我们身边最贴近的人们，他们时刻关怀着我们，在身
边教导着我们。同样是父母，傅雷通过书信的方式沟通。正
是这一封封的书信，感动着我们，打动着我们。

傅雷是我国着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
睿智，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
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善良，又端庄贤淑的
东方女性。

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
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
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懂得，
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



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为人父母的
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是学钢琴的
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而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加强个人修养。从家信的话语中看出傅雷是一位对自己要求
极严格的人，有些方面甚至有些刻薄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
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说对不起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
的事、不入他国籍。爱子教子的精神令人感动。

一封封书信，在表达浓浓亲情的字里行间，映照出美好的人
际关系、高尚的生活准则、优良的行为操守与道德传统，拳
拳的爱国热情。这些内容，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
分。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是啊，因为
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
字就到哪里。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
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所
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家书
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
行间，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启迪。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更了解父母了。这本书
不仅是一本教育书，也是一本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的一本书，
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五

而这样严于律己教子的人，他却说：“身外之名，只是为社
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却没有相



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
神上‘富贵’之列，智者自甘淡泊，因此我们不因该受羁于
贪念和欲 望”。对成名成家的儿子不忘人生指南。

而当成年后，儿子面对感情的选择，他竟也不失时机的帮助：
“要找一个双方缺点各自都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
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这一点很重要)，要找永久的
伴侣，也得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服人的眼光——结
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都不相信事先要想不到这一着，必遭
后来的无穷痛苦。“而当他们成家后，他有叮嘱切勿钱在手
头，撒漫使花，越是轻视物质，越需要控制物质。”

在与傅聪意见不合激烈争吵后，他在信中这样说道：“我良
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
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
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
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
不能洗刷!”父亲是威严的代表，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在意见
不合时他们能置之不理已是极限，傅雷却能放下父亲的尊严
对自己的孩子低头，甚至于忏悔。我想每一位孩子都能读懂
那背后深沉的爱。

他们作为父母是完美的，也是我深深的敬服与爱戴之后不会
去想拥有的，因为我有自己的父母。他们并不完美，他们不
知道教育孩子一百条，他们很少读书，他们不会要我提高艺
术修养，他们与我的世界的交集只有一个我。但他们爱我，
那些我厌烦的唠叨，管束，斥责，都代表他们爱我。他们给
了我一个家，让我无论何时都有所归;他们给了我他们的人生
经验，让我不必经历他们经历的那些痛楚;他们给了我他们能
给的一切，让我入每一个孩子般长大。他们会在每一次斥责
后落泪，在每一次愤怒后原谅，在每一次失望后包容。这是
我的父母，天下间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父母，你的父母也是。
告诉他们你爱他们，不要让他们等的太久。



弗兰西斯。培根曾说："人类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都渴望成功，希望做一番大事业，这就需要智慧的指引。
那么，就从这本书开始吧!它将告诉你所有迈向成功的方法和
技巧，帮助你打开财富的智慧之门，开创你辉煌的人生!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六

在父母身边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年幼时他将我们藏在
羽翼下，小心翼翼的将一切风雨绝隔，呵护着我们的天真。
渐长时他们一定是苦恼的，这世上千奇百怪，挡在我们身前
怕碍了我们长大，跟在我们身后怕来不及阻拦我们受的伤害。
期待我们永不知这世界还有灰暗，却又怕我们懵懂不知世事。
世间每一对父母都是如此矛盾的，在远与近中取舍徘徊，寻
找一个合适的尺度，而傅雷几乎将这一点做到了完美。严师，
慈父，益友，在一个孩子的成长中父母能做到的他们几乎做
到了极致。许多人说这是中国父母必看的书，看过之后我却
更希望每一位子女细细品读。

读懂父母的爱，是我们成长不可或缺的一步。不要让他们等
的太久。我几乎是带着一种解脱的喜悦进入大学的，抛在身
后的是十年寒窗，繁重学业，还有日日夜夜相伴几乎到腻烦
的父母。在我自以为是的长大中他们是我迫不及待甩掉的壳，
是我自以为了解的世界中需要摒的旧时代，我甚至拿到了
《傅雷家书》准备指导一下他们的教育方法，却在读过之后
深深懊悔那一段的时光。

初读《傅雷家书》我几乎要再三确认作者，“亲爱的孩子，
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
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睡不着，也说
不出为什么。好象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
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
六七岁间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和
你说，可是不敢说，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往的，不愿意回



顾的;我们噜哩噜苏的抖出你尿布时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时
代的往事，会引起你的烦恼。孩子，这些我都很懂得，妈妈
也懂得。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脑海中，随时随地会
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这
段话看得我鼻子一酸，如此细腻的情感让我难以想象是出自
那个严谨近于残酷，倔强甚至有些暴躁的学者。对待儿子，
他说：“我高兴的是我有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朋友，世
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长的。”而且，他谦虚诚恳
地说：“我与儿子的相处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
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教会我们如何和孩子相处，以怎样
的一种姿态交往。”孩子经受痛苦时，他说：“辛酸的眼泪
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
博大的同情心。”他不为孩子包办，而为孩子这种蜕变的过
程而高兴，并且鼓励他艺术要有更诚挚的心，“得失成败尽
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

为了指导儿子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习上，多用理智，少用
感情，用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他说“艺术是目的，
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
面对现在大学生邮给父母的待寄汇款单，没有其余的问候，
而这位父亲告诫儿子写信就是强迫你整理思想，也是极好的
训练。在如今是多么需要啊。在日常生活中，他告诫儿
子“人总得常常强迫自己，不强迫就解决不了问题，最基本
的就是要抓紧时间”;“做事要科学化，要彻底”;“在外面
世界均勿难为情，被人家随便多留，才能不打乱事先定好的
日程”;“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我
觉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样严于律己教子
的人，他却说：“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
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却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
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智者自甘淡泊，因此我们不因该受羁于贪念和欲望”。对成
名成家的儿子不忘人生指南。而当成年后，儿子面对感情的
选择，他竟也不失时机的帮助：“要找一个双方缺点各自都
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



(这一点很重要)，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用理智考虑，勿被
感情蒙蔽，服人的眼光---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都不相信
事先要想不到这一着，必遭后来的无穷痛苦。

“而当他们成家后，他有叮嘱切勿钱在手头，撒漫使花，越
是轻视物质，越需要控制物质。”在与傅聪意见不合激烈争
吵后，他在信中这样说道：“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
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
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
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父亲是威严的代
表，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在意见不合时他们能置之不理已是
极限，傅雷却能放下父亲的尊严对自己的孩子低头，甚至于
忏悔。我想每一位孩子都能读懂那背后深沉的爱。他们作为
父母是完美的，也是我深深的敬服与爱戴之后不会去想拥有
的，因为我有自己的父母。他们并不完美，他们不知道教育
孩子一百条，他们很少读书，他们不会要我提高艺术修养，
他们与我的世界的交集只有一个我。但他们爱我，那些我厌
烦的唠叨，管束，斥责，都代表他们爱我。他们给了我一个
家，让我无论何时都有所归;他们给了我他们的人生经验，让
我不必经历他们经历的那些痛楚;他们给了我他们能给的一切，
让我入每一个孩子般长大。他们会在每一次斥责后落泪，在
每一次愤怒后原谅，在每一次失望后包容。

这是我的父母，天下间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父母，你的父母
也是。告诉他们你爱他们，不要让他们等的太久。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七

读《傅雷家书》感受最深的当然是傅雷夫妇对孩子的那种无
私的博大的爱。傅聪从小就极有音乐天赋，20岁时留学波兰，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

这是家书收录的第一封家信。傅雷对孩子要求极严，他为人



极为严肃，甚至刻板、不近人情。妻子朱梅馥女士是傅雷青
梅竹马的恋人，两人情深意笃，相敬如宾。就连她也说有时
和傅雷在一起是“精神上备受折磨”。傅雷性格倔强，一生
追求艺术第一，真理第一;而傅聪年少气盛，更是一个“吾爱
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人，所以导致后来的父子反目，傅
聪离家出走。其实还是性格使然。但这件事对傅雷的打击很
大，在这封家书里傅雷表达了作为一个父亲的真诚的愧疚之
情。自从有了元元之后，我身兼老师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对
傅雷的这种感情应该说是体会更深。我现在明白了并且有了
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有的人不会同意，那就是：一个没
做过父亲(母亲)的人也绝不会是一个好的老师。在我看来，
在很多方面做父母和做老师是相通的，他们面对的都是孩子，
都是要教育的对象，并且都是未成年人，而父母或老师手中
有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好象是天生的，你拥有它是天经地义
的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就不免滥用这种宝贵的权力而做出一
些让人后悔的事来。傅雷其实就是这样，他可能觉得作为父
亲，管教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做父亲的拥有不容质疑
的绝对权威，他不允许儿子来挑战这种权威。其实做老师又
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想，当老师这么多年，做出的伤害学生
的事情还少吗?给他们带来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伤痛还少吗?
真是不堪回首，不敢回首啊。

再看这一封：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
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
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象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
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
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知
有多少可以和你说，可是不敢说，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往
的，不愿意回顾的;我们噜哩噜苏的抖出你尿布时代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时代的往事，会引起你的烦恼。孩子，这些我都
很懂得，妈妈也懂得。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脑海中，
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



惆怅。

这哪里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艺术家写的文字呢?这分明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邻家老者对孩子的喃喃细语、絮絮叨叨啊。但
就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里包含着父母对儿女多少的`爱恋和
期盼。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父母，
想起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同样的道理：
做儿女的也只有自己做了父母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做父母的这
种感情。

儿女的婚姻大事历来是父母最关心最操心又最担心的事。傅
聪英俊潇洒，身材修长，才华横溢，温文尔雅，更兼艺术家
的气质和禀赋，多少女孩子对他表达爱慕之情。加之一个人
长年在海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单和寂寞可想而知。做
父母的深知这一点。但是为了孩子的事业，他们苦口婆心，
循循善诱，一封封家书就像温暖的火种不仅安慰了异乡的游
子孤寂的心，也照亮了他前方的路：

再看看妈妈写给儿子的话：

幸运的孩子，你在中国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天之骄子。一个人
的机会，享受，是以千千万万人的代价换来的，那是多么宝
贵。你得抓住时间，提高警惕，非苦修苦练，不足以报效国
家，对得住同胞。看重自己就是看重国家。不要忘记了祖国
千万同胞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尤
其要想到目前国内生灵所受的威胁，所作的牺牲。

这才是真正的爱、博大无私的爱!这是抛弃了狭隘的小我，成
全了高尚的大我的爱。在最隐私最坦诚的家书面前，傅雷夫
妇为孩子做出了表率，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和
良知。这种高尚的品德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优秀
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可惜在现在的时代我们
渐渐离它而去了。傅雷夫妇堪称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学习的
楷模。



花了一个月时间，利用晚上休息前或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完成了
《傅雷家书》一读。

当要回头写读后感时，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全书收录的这
些家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做笔记或任何总结概括
都有可能损害这部经典之作。所以，在这里我只是记录一些
一读该书后的重要印象，以及我所理解的作者所表达的重要
思想。

八年级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八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写一份读后感，
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八年级的读后感：读傅雷家书有感1000字，
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翻开《傅雷家书》，一封封深情的家信映入眼帘，父母的谆
谆教导、孩子的感恩之情，不觉已流入心间。

《傅雷家书》，创作于9~9经历了文革初期，文革前，傅聪去
波兰留学。此后与父亲傅雷常常书信来往。文革时傅雷家遭
到抄家，傅聪的书信只剩下残余的几通，所以文章中大部分
为傅雷对傅聪写的书信，故名"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仅仅是书信，还是傅雷和傅聪交流艺术的平
台，处处可见深厚的艺术功底。在一篇篇清新的文笔中，我
们还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浓浓亲情，即使相隔万里，依然
不减。

家书中最常见到的`，还是关于音乐的内容。父子俩时常在家
书中畅谈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对音乐作品的感悟，对艺术家
的评论。傅聪曾获得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是有名的
钢琴家，受过国内外知名音乐家的赞誉。这些功劳与他严厉
的父亲是密不可分的。



傅雷对小时候的傅聪严加管教。那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上海孤城，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
种罪恶的毒氛。傅雷先生不让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
在家里，培养他的音乐和文化。他还十分注意孩子的言行举
止和生活习惯，他要求孩子生活俭朴，学习认真，每天都要
监督傅聪不停地连上几个小时的琴。不过傅雷并不是死板的
教育。有一次傅聪正练着琴，突然来了灵感，弹着弹着就跑
到自己的调上了。父亲察觉到异常，便走下楼来。傅聪吓得
赶忙回到谱子上去。但这次，傅雷不仅没有责备傅聪，反而
叫他弹自己创作的曲子，父子俩一起研究，并将刚才的曲子
命名为《春天》。

傅聪长大后远出家门出国留学、演出，傅雷的家书也一直陪
伴着他。傅聪在外艰苦奋斗时，家书便是他唯一的慰藉。9
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了这个
世界。两个多月后，当傅聪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噩耗后，
顿时天旋地转，热泪纵横。

人爱其子，胜于一切。傅雷对孩子所灌注心血，全部融入到
一封封家信中。傅聪在异国他乡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
些书信中汲取了信念与精神。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
好像父母仍在他身边给他教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拥有更多
的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走自己正当的
道路。他拒绝与祖国敌对的国家的邀请，从不做有损于祖国
尊严的言行。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万里之外给他
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

傅聪在艺术上的造诣，离不开父亲傅雷苦心孤诣的教诲。傅
雷已去，家书仍留。傅雷家书给我们带来的爱与精神，永远
影响着下一代。


